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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文 摘 要

教师的工作压力大，工作时间长，工作负荷重，面对群体特殊，导致心理健康

问题突出，已成为全社会共同关注的话题。尤其是中小学青年教师，由于所处阶段

的特殊性，队伍群体人数多，受社会关注的程度高，肩负的责任大，工作的压力重，

更容易出现心理健康方面的问题，因此，重视和研究解决中小学青年教师的心理健

康问题，意义重大，影响深远。尽管国内外关于心理健康的研究很多，但关于中小

学青年教师心理健康的实证研究较为缺乏，而只有针对中小学青年教师的心理健康

进行实证的考察和分析，才能给出具有针对性的意见和建议。随着情绪调节策略理

论的提出和不断的丰富，为心理健康的研究拓宽了新路子，本研究想通过探讨中小

学青年教师情绪调节策略与心理健康的关系，进一步为中小学青年教师提高心理健

康水平提出一些对策和建议，为相关研究提供一些参考和依据。

本研究采用《症状自测（SCL-90）》量表以及《认知情绪调节》中文问卷对山

西省临汾市乡宁县 620名 35周岁及以下的中小学青年教师展开了调查，经统计分析

得出以下结论：

（1）中小学青年教师心理健康方面，在躯体化、强迫、抑郁、焦虑和偏执这五

个因子中，城镇中小学青年教师的得分显著高于乡村教师；中高级中小学青年教师

在所有因子上的得分显著高于初级教师；高级中学教师在躯体化、强迫、抑郁维度，

以及总分上得分最高，初级中学教师次之，小学教师最低；除躯体化、强迫症状、

抑郁和其他四个因子，在 SCL-90 的其他维度上，初级中学教师均值最高，高级中

学教师次之，小学教师最低；年龄与躯体化和抑郁呈正相关，工作年限与除躯体化

和强迫外的所有维度呈正相关。

（2）中小学青年教师情绪调节策略方面，男性青年教师较女性青年教师更倾向

于使用责难他人的调节策略；乡村青年教师较城镇青年教师更倾向于使用适应性调

节策略；特岗青年教师较非特岗青年教师更倾向于使用理性分析调节策略；在灾难

化维度上，高中教师显著高于小学教师，在责难他人维度上，高中教师显著高于初

中和小学教师；理性分析和年龄呈显著正相关，灾难化和工作年限呈显著负相关。

（3）心理健康状况与非适应性情绪调节策略的关系方面，灾难化、自我责难与

责难他人这三个非适应性情绪调节策略可以显著正向预测 SCL-90得分。

（4）心理健康状况与适应性情绪调节策略的关系方面，理性分析、接受这两个

适应性调节策略可以显著正向预测 SCL-90 得分；积极重评策略可以显著负向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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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L-90得分。

关键词：中小学青年教师；心理健康；情绪调节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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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eachers'heavy work pressure, long working hours, heavy workload
and special groups lead to prominent mental health problems, which has
become a topic of common concern of the whole society. Especially young
teachers in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 because of the particularity of
their stage, the large number of team members, the high degree of social
concern, the great responsibility they shoulder, the heavy pressure of their
work, are more likely to have mental health problems. Therefore, 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attach importance to and study and solve the mental
health problems of young teachers in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
Far-reaching impact. Although there are many studies on mental health at
home and abroad, there are few empirical studies on the mental health of
young teachers in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 Only by making a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 and Analysis on the mental health of young teachers
in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 can we give targeted opinions and
suggestions.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heory of emotional regulation
strategy, it has broadened a new way for the study of mental health. This
study intends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motional regulation
strategy and mental health of young teachers in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 and further put forward some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for
the improvement of mental health of young teachers in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 Provide some reference and basis.

In this study, 620 young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 teachers aged 35
and under in Xiangning County, Linfen City, Shanxi Province, were
investigated with the Symptom Checklist 90 (SCL-90) and the Chinese
Questionnaire of Cognitive Emotion Regulation：

(1) In terms of mental health of young teachers in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 among the five factors of somatization, compulsion,
depression, anxiety and paranoia, young teachers in urban primary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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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condary schools scored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rural teachers; young
teachers in middle and senior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 scored
significantly higher in all factors than primary teachers; senior middle and
secondary school teachers scored significantly higher in somatization and
paranoia. Compulsion, depression and total scores were the highest,
followed by junior middle school teachers and primary school teachers;
except for somatization, obsessive-compulsive symptoms, depression and
other four factors, junior middle school teachers had the highest average,
senior middle school teachers followed by primary school teachers; age and
somatization and depression were the lowest. Yu Chengzheng's correlation
was positively related to all dimensions except somatization and
compulsion.

(2) In terms of emotional adjustment strategies of young teachers in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 young male teachers are more inclined to
use adjustment strategies of blaming others than young female teachers;
young rural teachers are more inclined to use adaptive adjustment strategies
than young urban teachers; young special post teachers are more inclined to
use rational analysis adjustment than young non-special post teachers.
Section strategy; in the disastrous dimension, senior high school teachers a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primary school teachers, in the blame dimension,
senior high school teachers a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junior high school
and primary school teachers; rational analysis and age are significantly
positively correlated, and disastrous and working years are significantly
negatively correlated.

(3) As for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ental health and non-adaptive
emotion regulation strategies, catastrophic, self-blaming and blaming others
three non-adaptive emotion regulation strategies can significantly and
positively predict SCL-90 scores.

(4) Rational analysis and acceptance of these two adaptive adjustment
strategies can significantly positively predict SCL-90 scores, while positive
reappraisal strategies can significantly negatively predict SCL-90 sco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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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1

引言

教师由于面向群体的特殊性以及肩负责任和使命的重要性，已经成为一个社会

关注度高，各方容忍度低的重要行业，随之而来的是工作压力越来越大，工作时间

越来越长，工作负荷越来越重，思想压力和心理健康问题逐渐突显的情形。教师心

理健康问题已经成为全社会共同关注的话题和一道十分重要的课题，摆在了众多学

者和研究人员面前。

中小学青年教师，由于所处阶段的特殊性，队伍群体人数多，受社会关注的程

度高，肩负的责任大，工作的压力重，更容易出现心理健康方面的问题。近年来，

在 35周岁及以下的中小学青年教师群体中不时会出现“世界这么大，我想出去走走”

的消极倦怠思想，以及不时会发生抑郁自杀、师生矛盾、体罚学生暴力事件等极端

行为，都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了中小学青年教师群体中存在着心理健康问题。因此，

重视和研究解决中小学青年教师的心理健康问题，意义重大，影响深远。

近年来，尽管国内外关于心理健康的研究很多，但针对中小学青年教师心理健

康的实证研究较为缺乏，随着情绪调节策略理论的提出和不断丰富，为心理健康的

研究开辟了新路子，拓宽了新渠道。

本研究试想通过探讨中小学青年教师情绪调节策略与心理健康的关系，进一步

为中小学青年教师提高心理健康水平提出一些对策和建议，为相关研究提供一些参

考和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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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文献综述

1.1心理健康的概念及相关研究

1.1.1心理健康的概念

长久以来，“心理健康”这个概念没有完全统一的界定。这个词最早出现在比尔

斯的著作《A Mind That Found Itself》中[1]，之后精神病专家将其定义为不只是没有

精神病症，而是能长期的与环境有良好的适应状态。第三届美国儿童保护会议将其

定义为“没有精神病症，可以良好地适应现实环境，同时可以充分发挥自己的能力，

并从中体会到快乐的一种状态”。之后各方面认为这些定义都关注精神疾病方面，而

对积极正向的一面较欠缺。《The Encyclopedia of Jane Britannia》将其定义为：“个

人心理在其自身范围和环境条件下能达到的最佳功能状态，而不是完美的绝对状态”。

美国卫生与人类服务部的定义心理功能的发挥是其带来丰富的活动、完善的人际关

系、适应变化和应对挫折的能力。

本文心理健康的概念主要采用根据林崇德的定义，即心理健康主要包括两个方

面，一是没有心理疾病；二是具有一种积极向上发展的心理状态。

1.1.2中小学教师心理健康

国内外关于心理健康的研究很多，而关于中小学教师的心理健康状况，尽管在

社会上有了一定关注度，但大都缺乏实证研究。中小学教师由于庞大的学生考学重

压所带来的讲授重负，亘古未有的竞争压力，以及崇高的职业社会印象和实际报酬

的差距，很难产生成就感和满足感。2002年在广州市的一项调查显示将近三分之一

的老师存在轻度心理问题，十分之一左右的心理问题程度显示为中等。之后在河南

省的某市中小学老师的研究中显示心理压力是三分之二的老师心理问题的主要表现。

在焦作一所学校的教师心理健康调研发现中学和小学中均有三分之一左右的人员显

示异常。范会勇对幼儿教师所做的一项元分析发现，幼儿园教师的心理健康水平明

显好于中小学教师[2]。张积家等研究者对国内十年间关于教师健康的研究进行了元

分析，发现教师心理健康的检出率呈现递增的趋势，近几年递增的尤其快[3]。因此，

对中小学青年教师的心理健康进行关注和考察是非常有必要的。

1.1.3中小学教师心理健康的影响因素

在吴樟兴的研究结果中指出处于中年的老师要比青年老师心理健康程度更高[4]。

而在周春儿的研究中发现大于四十六岁的教师更易产生心理问题[5]。廖明英的研究

指出心理问题在学历背景为专科的中小学老师中易出现[6]。周春儿等人的研究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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硕士及以上学历的教师心理问题发生比率较低[5]。然而有学者的研究并不符合这些

观点，郑红渠在 2007年以及刘金明在 2010年的研究发现硕士学历的个体在中小学

任职比低学历的个体更易出现心理问题[7]。

在教学对象方面，中学、小学教师的心理健康水平不一致。郑红渠在 2007年的

调查研究，俞国良在 2010年的现状研究，杨睿娟在 2013年的一项研究综述中均发

现，中学教师的心理健康素养更需关注[7-9]。

在心理健康的研究中还发现，中小学老师的心理健康也会受到人格的影响，内

向型、神经质、精神质高的教师，心理健康问题更显现。

还有一些其他因素也会对中小学教师心理健康存在影响。范晓宇以及杨慧的研

究均显示中小学教师心理健康水平也受到个体心理弹性的影响[10]。杨宏飞的研究表

明，在教师心理健康方面，人际关系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11]。潘孝富的研究表明

教师心理健康也受学校领导方面因素的影响[12]。

1.2情绪调节策略

1.2.1情绪调节的定义

有关情绪调节的探索始于 20 世纪 90年代。Thompson 将其定义为机体从内部

和外部对情绪进行监察、评价、改变的过程[13]。Gross在 1998年的研究中认为情绪

调节是一个人对于什么时候产生何种情绪及怎样去体会和表达进行调控的过程[14]。

国内学者杨海燕等人也认为情绪调节是机体对产生情绪的种类、时间、体验、表情

进行管控的过程[15]。可以看出研究者们对情绪调节的定义并不一致，但也存在共性。

即情绪调节是个体在意识或无意识地通过一些机制和方式对情绪进行调控的过程。

情绪调节一般包含情绪调节策略和情绪调节能力两个部分，前者指的是调节过

程中运用的行为或认知方式，而后者是调节过程中所体现的能力或特质[16, 17]。本研

究中主要讨论情绪调节策略对心理健康的影响。

1.2.2情绪调节策略的概念

情绪调节策略指的是调节过程中运用的行为或认知方式。认知重评策略和表达

抑制策略是情绪调节策略中备受关注的两个策略。其中，认知重评策略能促进个体

的认知、情绪和社会技能的发展，使个体积累更多的工作资源和个人资源，从而增

加个体的工作投入[18-20]。相反表达抑制策略的使用会消耗个体有限的认知资源，造

成个人资源和工作资源的减少，工作投入度降低，减弱了个体处理未来事件的能力

[21]。且认知重评策略在情绪调节方面具有更积极的效果，习惯使用该策略的个体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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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生活中体验到更多的积极情绪[15, 22]。

1.2.3情绪调节策略的相关研究

情绪调节策略已经被视为心理学的一个重要课题，纵观以往相关文献，发现在

研究对象上，主要集中在儿童和成人情绪调节策略研究上；在研究内容上，个体情

绪调节策略的选择会对情绪、认知、行为、临床存在影响。随着认知神经科学的发

展，对情绪调节策略的研究进一步集中在探讨其内在的生理机制和加工过程。

己有研究表明，情绪调节策略的运用会对个人情感情绪产生相应影响。Gross

等人认为情绪调节策略可以分为先行关注策略和反应关注策略，前者在情绪反应倾

向已经产生之前就可以进行干预，包括情景选择、情景修正、注意分配、认知重评；

反应关注策略主要调整行为方面的情绪反应倾向，在情绪产生过程中出现的相对较

晚，包括表达抑制策略[14]。Gross 等经过实验研究指出，认知重评策略能够有效减

少个体消极情绪的表达，同时也降低对消极情绪的感受。表达抑制可能降低消极情

绪体验，但生理反应却可能增强[23]。Gross和 Thompson研究分别将情绪调节策略与

积极、消极情绪的作用进行比较，结果发现，当个体采用认知重评的情绪调节策略，

消极情绪体验可以有效地得到抑制，积极情绪体验也会显著的有所增加；而当个体

使用表达抑制这一情绪调节策略时，有效减少积极情绪的体验会显著下降，且消极

情绪体验并不会相应的减少[24]。国内学者也曾做过相应的研究，陈颖媛等人通过对

534名企事业员工的问卷调查分析表明，不同的情绪调节策略对资质高低与愤怒间

的关系有不同影响[25]，认知重评策略有助于缓解个体的消极情绪（愤怒）体验，而

表达抑制方式则恰恰相反，会增强个体消极情绪（愤怒）体验。这一研究结果表明

了不同情绪调节策略在工作情绪所发挥的作用[26]。

其次，情绪调节策略与个体认知紧密相关，Gross 指出情绪调节策略，特别是

在情绪事件中使用表达抑制策略需要进行自我监控需要消耗大量认知资源[23]。

Famieson, Mendes, Blackstock, & Schmader 在探讨认知重评对 GRE成绩影响研究中

指出，表达抑制会导致更糟糕的记忆，相比之下认知重评却改善了记忆，并对考试

成绩有所提高[27]。袁加锦等通过采集触发时间相关点位活动，发现中国情境下，个

体使用表达抑制策略比使用认知重评更能降低消极情绪，但建立在认知资源过度损

耗的基础之上[28]。在社会沟通和社会互动过程中，使用表达抑制策略并不明智，而

认知重评策略只降低了个体消极情绪的体验与表达，甚至会增强积极情绪的心理体

验与行为表达，因此对社会沟通与互动产生正面的影响。Butler和 Gross 通过实验

让陌生的人们共同观看令人不愉快的视频并进行讨论，研究者在这个过程中观察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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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者采取的情绪调节策略。结果发现由于抑制了情绪表达行为，减少了重要的社会

支持信息，导致沟通产生了消极后果[29]。Gross 研究也表明运用认知重评策略的个

体比运用表达抑制的个体更受欢迎且更容易被接纳[30]。

在面对挑战情景时使用有效的应对策略来调节情绪对精神健康的维持是有必要

的，研究表明缺乏情绪调节或使用不适当的情绪调节会与内化症状有关，比如焦虑

[31]。研究已经证实表达抑制与更多的消极情绪[32]，焦虑[33]，抑郁，以及社交焦虑[34]

相联系，会表现出较低水平的幸福；认知重评与这些内化症状的联系较少[35]，与幸

福感的相关较高[14, 28]。

1.2.4情绪调节策略和心理健康的关系的相关研究

已有研究指出，根据环境和情况改变而有适当地采用不同调节策略的个体要比

采用单一或者随机的调节策略的个体心理健康水平更高[36]。Gross 等人的研究指出

擅长认知重评策略的被试心理健康水平更高，而经常采用表达抑制的被试心理健康

程度较低。进一步研究指出，抑制负性情绪表达使得这种情绪体验更加强烈，而抑

制正性情绪表达会使这种情绪体验减弱[37,38]。表达抑制对认知资源的损耗会影响到

个体之后的活动，使得后续工作心理资源不足，产生负面影响，就像一些目标的成

功实现，人与人之间的交往，都会受到一些负面影响，进而又会降低个人心理健康

水平。尽管抑制负面情绪可以帮个体避免一些不必要的困境,但是长时间的压抑情绪

同样会导致心理健康水平降低。

综上所述，目前国内外专门针对中小学青年教师心理健康的相关研究不是很多，

而研究情绪调节策略对中小学青年教师心理健康的研究更是少之又少。因此，本研

究对情绪调节策略与中小学青年教师心理健康的关系进行初步探究，以便为中小学

青年教师提高心理健康水平提供针对性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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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问题提出和研究设计

2.1问题提出

教师由于面向群体的特殊性，使其方方面面一直备受社会的关注。因此，对中

小学教师心理健康的研究也逐渐多了起来。尽管国内外关于心理健康的研究很多，

但实证研究较为缺乏，而只有针对中小学青年教师的心理健康进行实证的考察和分

析才能给出具有针对性的意见和建议。此外，随着情绪调节策略理论的提出和不断

丰富，让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不同群体内的情绪调节策略与心理健康的关系。

那么，当下的中小学教师是否具有良好的情绪调节策略，以及不同年龄、不同学段

之间的中小学教师是否在情绪调节策略上也有所不同，目前尚无研究进行讨论。鉴

于以往研究的局限，本研究拟就此问题进行讨论。

2.2研究意义

当代社会广大中小学青年教师面对着日益增大的教育教学、工作竞争和日常生

活压力，但对其心理健康水平与情绪调节策略的考察却知之甚少。为了提高中小学

青年教师的心理健康水平，本研究拟从他们的情绪调节策略这一角度出发进行探索，

探讨中小学青年教师情绪调节策略和其心理健康之间的关系，并将根据研究结果，

给予一定情绪调节策略方面的指导，为中小学青年教师提供一些富有针对性的情绪

调节策略，从而改善中小学青年教师的心理健康水平。

2.3研究目的

本研究主要考察中小学青年教师情绪调节策略与其心理健康之间的关系。

2.4研究假设

H1：中小学青年教师情绪调节策略与心理健康之间存在相关关系。

H2：中小学青年教师的适应性情绪调节策略和非适应性调节策略对其心理健康

水平有预测作用。

2.5研究对象

在山西省临汾市乡宁县中小学校抽取青年教师（35周岁以下包括 35周岁）620

人。根据性别（男、女）、年龄、学段（高中、初中和小学）、任教学科（语数外、

政史地、音体美）、教学地点（城镇、乡村）、职称级别（初、中、高、特）、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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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特岗教师以及婚姻状况（已婚、未婚）和生育情况等对抽取的青年教师进行分类

统计。被试具体情况分布如下：

表 1人口学变量分布描述统计

频率 百分比

性别
男 88 14.20%

女 532 85.80%

城乡情况
城区 219 35.30%

乡镇 401 64.70%

婚姻状况
已婚 522 84.20%

未婚 98 15.20%

生育情况
已生 472 76.10%

未生 148 23.90%

是否特岗
是 137 22.10%

否 483 77.90%

职称级别
初级 435 70.20%

中、高级 185 29.80%

学段情况

小学 271 43.70%

初中 257 41.50%

高中 92 14.80%

2.6研究工具

（1）症状自测量表（SCL-90）

SCL-90 由 90个自我评定项目组成，因此简称 SCL-90[39]，90个项目可分为十

个因子，躯体化、强迫症状、人际关系敏感等。该问卷总分和各因子的计分方式为

所有项目及各因子项目得分之和。该问卷分量表的 Cronbach alpha 系数分布于

0.816-0.914之间。

（2）认知情绪调节问卷（CERQ）

采用 Garnefski，Kraaij，Spinhoven编制的认知情绪调节问卷,并选取朱熊兆等人

翻译的中文版[40]。该问卷共有 9个分量表，分为适应性（积极应对方式）和不适应

性（消极应对方式）情绪调节策略。该量表的分半系数为 0.599，Croobach α系数为

0.912，各分量表内部在 0.793~0.885之间，都达到显著水平。

2.7数据分析

本研究主要采用 SPSS22.0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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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结果与分析

3.1中小学青年教师心理健康水平状况整体分析

表 2 中小学青年教师心理健康水平状况整体分析

变量 M SD 阳性人数 比例

总体阳性筛查

总分＞160分 —— 292 47.10%
阳性项目数＞43个 —— 369 59.52%
任一因子分＞2分 —— 365 58.87%

10因子阳性筛查

躯体化 1.79 0.60 216 34.84%
强迫症状 2.03 0.66 303 48.87%

人际关系敏感 2.25 0.73 389 62.74%
抑郁 1.85 0.61 238 38.39%
焦虑 1.75 0.59 195 31.45%
敌对 1.82 0.66 244 39.35%
恐怖 1.59 0.57 137 22.10%
偏执 1.68 0.60 173 27.90%

精神病性 1.64 0.59 151 24.35%
其他 1.76 0.59 197 31.77%
总分 160.17 48.60 292 47.10%

本研究对乡宁县共计 620名中小学教师测得的 SCL-90 得分进行统计分析。根

据 SCL-90阳性症状筛查标准：总分超过 160分，或阳性项目数超过 43项，或任一

因子分超过 2分，就需要考虑筛查阳性。在本研究中，总分超过 160分的教师共有

292人，占比 47.10%；阳性项目数超过 43的共有 369人，占比 59.52%；任一因子

分超过 2分的共有 365人，占比 58.87%。

对 10 个因子进行分析发现，躯体化方面，共有 216 人呈现阳性，占总体比例

34.84%，中小学教师躯体化总体状况为（1.79±0.60）；强迫症状方面，共有 303人

呈现阳性，占总体比例 48.87%，中小学教师强迫症状总体状况为（2.03±0.66）；人

际关系敏感方面，共有 389人呈现阳性，占总体比例 62.74%，中小学教师人际关系

敏感总体状况为（2.25±0.73）；抑郁方面，共有 238人呈现阳性，占总体比例 38.39%，

中小学教师抑郁的总体状况为（1.85±0.61）；焦虑方面，共有 195人呈现阳性，占

总体比例 31.45%，中小学教师焦虑的总体状况为（1.75±0.59）；敌对方面，共有

244人呈现阳性，占总体比例 39.35%，中小学教师敌对的总体状况为（1.82±0.66）；

恐怖方面，共有 137人呈现阳性，占总体比例 22.10%，中小学教师恐怖的总体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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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1.59±0.57）；偏执方面，共有 173人呈现阳性，占总体比例 27.90%，中小学教

师偏执的总体状况为（1.68±0.60）；精神病性方面，共有 151人呈现阳性，占总体

比例 24.35%，中小学教师精神病性的总体状况为（1.64±0.59）；其他方面，共有

197人呈现阳性，占总体比例 31.77%，中小学教师其他的总体状况为（1.76±0.59）。

可见，教师在强迫症状、人际关系敏感这 2个因子上得分大于 2，其中人际敏感得

分最高为 2.25。

3.2中小学青年教师心理健康水平人口统计学差异分析

3.2.1中小学青年教师心理健康水平的性别差异检验

考察中小学青年教师心理健康水平是否存在性别差异，t检验结果如表 3所示，

被试中中小学青年教师的男性 88人，女性 532人。除了在“其他”这个维度上中小学

青年教师心理健康水平差异显著外，其余维度性别差异均不显著。

表 3中小学青年教师心理健康水平的性别差异检验

男性（N=88） 女性（N=532）
t 值

M SD M SD

躯体化 22.17 7.78 21.41 7.26 0.91

强迫 21.49 7.22 20.27 6.64 1.58

人际关系敏感 17.08 5.68 15.95 5.17 1.87

抑郁 24.16 8.15 24.06 8.25 0.11

焦虑 18.27 6.41 17.40 5.85 1.28

敌对 11.33 4.60 10.89 3.84 0.98

恐怖 10.78 3.77 11.18 4.06 -0.86

偏执 10.55 3.98 10.05 3.53 1.19

精神病性 17.32 6.28 16.24 5.78 1.60

其他 13.27 4.70 12.19 4.03 2.28*

总分 166.42 52.42 159.63 48.39 1.21

注：*p<0.05，**p<0.01，下同

由于样本中男女比例差异过大，故从女教师中随机抽取与男教师等量样本（88

人），再次进行差异检验。t检验结果如表 4所示。结果表明，中小学青年教师心

理健康水平在各个维度上均不显著，再次印证了上文中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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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中小学青年教师心理健康水平的性别差异检验（随机抽样后）

男性（N=88） 女性（N=88）
t 值

M SD M SD

躯体化 22.17 7.78 21.22 8.63 0.77

强迫 21.49 7.22 20.22 7.58 1.14

人际关系敏感 17.08 5.68 16.18 5.93 1.03

抑郁 24.16 8.15 25.13 10.82 -0.67

焦虑 18.27 6.41 17.55 6.96 0.72

敌对 11.33 4.60 11.11 4.48 0.32

恐怖 10.78 3.77 11.02 4.80 -0.37

偏执 10.55 3.98 10.28 4.29 0.42

精神病性 17.32 6.28 16.16 6.35 1.22

其他 13.27 4.70 12.14 4.85 1.58

总分 166.42 52.42 161.00 59.65 0.64

3.2.2中小学青年教师心理健康水平的城乡差异检验

考察中小学青年教师心理健康水平是否具有城乡差异，t 检验结果如表 5所示，

被试中城镇中小学青年教师为 219人，乡村为 401人。中小学青年教师心理健康水

平在总分以及躯体化、强迫、抑郁、焦虑、偏执几个维度存在显著的城乡差异，城

镇中小学青年教师的得分显著高于乡村教师。在其他维度上二者差异不显著。

表 5中小学青年教师心理健康水平的城乡差异检验

城镇（N=219） 乡村（N=401）
t 值

M SD M SD

躯体化 22.39 7.81 21.05 7.04 2.16*

强迫 21.52 7.23 19.86 6.38 2.96**

人际关系敏感 16.54 5.67 15.88 5.01 1.49

抑郁 25.02 9.21 23.56 7.61 2.12*

焦虑 18.32 6.56 17.09 5.53 2.47*

敌对 11.32 4.04 10.75 3.90 1.71

恐怖 11.33 4.44 11.02 3.77 0.93

偏执 10.58 4.00 9.88 3.34 2.31*

精神病性 16.75 6.37 16.21 5.56 1.09

其他 12.75 4.49 12.13 3.95 1.78

SCL-90总分 166.56 52.93 157.41 46.52 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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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中小学青年教师心理健康水平的婚姻状况差异检验

考察中小学青年教师心理健康水平是否会因为婚姻状况的不同而存在差异，t

检验结果如表 6所示，被试中已婚中小学青年教师为 522人，未婚为 98人。中小学

青年教师心理健康水平各个维度在是否已婚方面均不存在显著差异。

表 6中小学青年教师心理健康水平的婚姻状况差异检验

已婚（N=522） 未婚（N=98）
t 值

M SD M SD

躯体化 21.71 7.39 20.50 7.03 1.47

强迫 20.54 6.87 20.00 5.89 0.71
人际关系敏感 16.18 5.34 15.80 4.77 0.65

抑郁 24.26 8.40 23.15 7.15 1.21
焦虑 17.55 6.13 17.49 4.73 0.09
敌对 11.05 3.99 10.45 3.79 1.36
恐怖 11.18 4.16 10.84 3.20 0.75
偏执 10.20 3.68 9.77 3.16 1.08

精神病性 16.46 5.98 16.12 5.22 0.52
其他 12.34 4.23 12.45 3.69 -0.23

SCL-90总分 161.48 50.19 156.45 41.87 0.92

由于样本中已婚与未婚比例差异过大，故从已婚教师中随机抽取与未婚教师等

量样本（98人），再次进行差异检验。t检验结果如表 7所示。结果表明，中小学

青年教师心理健康水平在各个维度上均不显著，再次印证了上文中的结论。

表 7 中小学青年教师心理健康水平的婚姻状况差异检验（随机抽样）

已婚（N=98） 未婚（N=98）
t 值

M SD M SD

躯体化 21.57 7.18 20.50 7.03 1.08

强迫 20.40 6.63 20.00 5.89 0.53
人际关系敏感 16.32 5.10 15.80 4.77 0.78

抑郁 24.31 8.63 23.15 7.15 1.10
焦虑 16.97 5.28 17.49 4.73 -0.57
敌对 10.90 3.91 10.45 3.79 0.88
恐怖 11.11 4.29 10.84 3.20 0.51
偏执 10.16 3.53 9.77 3.16 0.96

精神病性 15.98 5.72 16.12 5.22 -0.09
其他 12.15 4.33 12.45 3.69 -0.36

SCL-90总分 159.87 48.29 156.45 41.87 0.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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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4中小学青年教师心理健康水平的生育状况差异检验

考察中小学青年教师心理健康水平是否会因为生育状况而存在差异，t检验结

果如表 8所示，被试中已生育中小学青年教师为 472人，未生育为 148人。中小学

青年教师心理健康水平各个维度在是否生育方面均不存在显著差异。

表 8中小学青年教师心理健康水平的生育状况差异检验

已生育（N=472） 未生育（N=148）
t 值

M SD M SD

躯体化 21.70 7.45 20.91 6.97 1.15
强迫 20.53 6.89 20.16 6.22 0.58

人际关系敏感 16.21 5.44 15.80 4.61 0.84
抑郁 24.29 8.55 23.39 7.09 1.16
焦虑 17.58 6.23 17.33 4.88 0.45
敌对 11.03 4.05 10.69 3.66 0.91
恐怖 11.21 4.24 10.84 3.22 0.97
偏执 10.24 3.77 9.74 2.96 1.47

精神病性 16.47 6.11 16.16 5.00 0.57
其他 12.34 4.28 12.35 3.72 -0.03

SCL-90总分 161.62 51.05 157.30 41.77 0.94

由于样本中已生育与未生育比例差异过大，故从已生育教师中随机抽取与未生

育等量样本（148人），再次进行差异检验。t检验结果如表 9所示。结果表明，中

小学青年教师心理健康水平在各个维度上均不显著，再次印证了上文中的结论，即

中小学青年教师心理健康水平并不存在显著的生育状况差异。

表 9 中小学青年教师心理健康水平的生育状况差异检验（随机抽样）

已生育（N=148） 未生育（N=148）
t 值

M SD M SD
躯体化 21.39 7.18 20.91 6.97 0.58
强迫 20.41 6.63 20.16 6.22 0.34

人际关系敏感 16.43 5.37 15.80 4.61 1.09
抑郁 24.45 9.14 23.39 7.09 1.12
焦虑 17.67 6.41 17.33 4.88 0.51
敌对 11.04 4.09 10.69 3.66 0.78
恐怖 11.12 4.17 10.84 3.22 0.64
偏执 10.05 3.64 9.74 2.96 0.79

精神病性 16.55 6.19 16.16 5.00 0.60
其他 12.20 4.13 12.35 3.72 -0.33

SCL-90总分 161.31 51.22 157.30 41.77 0.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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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5中小学青年教师心理健康水平的是否特岗差异检验

考察中小学青年教师心理健康水平是否会因为是否特岗而存在显著差异，t检

验结果如表 10所示，被试中特岗中小学青年教师为 137人，非特岗为 483人。中小

学青年教师心理健康水平各个维度在是否特岗方面均不存在显著差异。

表 10中小学青年教师心理健康水平的是否特岗差异检验

特岗（N=137） 非特岗（N=483）
t 值

M SD M SD

躯体化 21.15 7.40 21.62 7.33 -0.67
强迫 19.61 6.22 20.67 6.86 -1.63

人际关系敏感 15.82 5.07 16.20 5.31 -0.75
抑郁 23.61 7.36 24.20 8.46 -0.74
焦虑 17.18 5.20 17.62 6.13 -0.76
敌对 10.75 4.01 11.00 3.94 -0.66
恐怖 11.07 3.53 11.14 4.15 -0.19
偏执 9.84 3.36 10.20 3.66 -1.04

精神病性 16.12 5.37 16.47 6.00 -0.63
其他 12.26 3.93 12.37 4.21 -0.28

SCL-90总分 157.33 45.49 161.52 49.95 -0.88

由于样本中特岗与非特岗比例差异过大，故从非特岗教师中随机抽取与特岗教

师等量样本（137人），再次进行差异检验。t检验结果如表 11所示。结果表明，

中小学青年教师心理健康水平在各个维度上均不显著，再次印证了上文中的结论，

即中小学青年教师心理健康水平并不存在显著的特岗状况差异。

表 11中小学青年教师心理健康水平的是否特岗差异检验（随机抽样）

特岗（N=137） 非特岗（N=137）
t 值

M SD M SD

躯体化 21.15 7.40 21.32 6.73 -2.89
强迫 19.61 6.22 20.28 6.46 -3.42

人际关系敏感 15.82 5.07 16.33 5.13 -2.44
抑郁 23.61 7.36 24.64 9.19 -3.03
焦虑 17.18 5.20 17.50 5.68 -3.52
敌对 10.75 4.01 11.16 3.69 -3.39
恐怖 11.07 3.53 11.17 3.88 -2.52
偏执 9.84 3.36 10.36 3.51 -3.76

精神病性 16.12 5.37 16.74 5.73 -3.29
其他 12.26 3.93 12.38 3.88 -2.06

SCL-90总分 157.33 45.49 161.88 47.21 -3.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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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6中小学青年教师心理健康水平的职称差异检验

考察中小学青年教师心理健康水平是否存在职称差异，方差分析结果如表 12

所示，被试中初级职称中小学青年教师为 435人，中级职称为 183人，高级职称为

2人。因高级职称人数过少，故合并进中级教师内。结果显示，中小学青年教师心

理健康各因子及总分存在显著的职称差异，中、高级职称教师的心理健康水平更差。

表 12 中小学青年教师心理健康水平的职称差异检验

初级（N=435） 中、高级（N=185）
t 值

M SD M SD

躯体化 20.92 6.85 22.92 8.27 -2.96**

强迫 19.81 6.36 21.95 7.37 -4.28**

人际关系敏感 15.76 4.90 16.98 5.95 -3.69**

抑郁 23.37 7.50 25.77 9.57 -3.55**

焦虑 16.93 5.38 18.95 6.91 -4.01**

敌对 10.56 3.52 11.87 4.73 -4.04**

恐怖 10.83 3.52 11.85 4.95 -2.90**

偏执 9.73 3.17 11.06 4.34 -4.92**

精神病性 15.86 5.27 17.73 6.91 -3.74**

其他 12.11 3.87 12.92 4.72 -1.93**

SCL-90总分 155.88 44.43 171.94 57.21 -4.04**

由于样本中初级职称与中高级职称差异过大，故从初级职称教师中随机抽取与

中高级职称教师等量样本（185人）进行 t检验。如表 13所示，中小学青年教师心

理健康水平在各个维度上均存在显著差异，再次印证了上文中的结论。

表 13中小学青年教师心理健康水平的职称差异检验（随机抽样）

初级（N=185） 中、高级（N=185）
t 值

M SD M SD

躯体化 20.77 6.94 22.92 8.22 -2.72**

强迫 19.57 6.49 21.92 7.34 -3.27**

人际关系敏感 15.44 4.71 16.95 5.94 -2.70**

抑郁 22.93 7.43 25.72 9.54 -3.14**

焦虑 16.57 5.49 18.90 6.89 -3.60**

敌对 10.21 3.49 11.87 4.71 -3.85**

恐怖 10.65 3.52 11.82 4.94 -2.62**

偏执 9.58 2.96 11.05 4.32 -3.84**

精神病性 15.43 5.11 17.66 6.90 -3.53**

其他 12.05 4.03 12.90 4.70 -1.86**

SCL-90总分 153.26 44.47 171.66 56.97 -3.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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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7中小学青年教师心理健康水平的学段差异检验

考察中小学青年教师心理健康水平是否存在学段差异，方差分析结果如表 14

所示，被试中小学青年教师为 271人，初级中学教师为 257人，高级中学教师为 92

人。中小学青年教师心理健康水平在总分以及九个维度上均存在显著的学段差异。

表 14 中小学青年教师心理健康水平的学段差异检验

小学（N=271） 初中（N=257） 高中（N=92）
F 值

M SD M SD M SD

躯体化 19.89 6.34 22.64 7.74 23.15 8.05 12.36**

强迫 19.18 6.33 21.18 6.84 22.10 6.97 9.31**

人际关系敏

感
14.75 4.34 17.18 5.73 17.15 5.45 17.15**

抑郁 21.91 6.77 25.66 9.12 26.00 8.11 17.54**

焦虑 16.04 4.98 18.67 6.46 18.66 6.08 15.69**

敌对 10.03 3.36 11.67 4.34 11.64 3.97 13.40**

恐怖 10.27 3.07 12.02 4.73 11.15 3.81 12.94**

偏执 9.14 2.82 10.92 3.97 10.78 3.88 19.04**

精神病性 14.84 4.59 17.77 6.60 17.13 5.96 18.25**

其他 11.31 3.41 13.08 4.51 13.33 4.43 15.67**

SCL-90总分 147.41 39.94 170.74 53.91 171.10 50.02 18.42**

进一步多重比较表明：

在躯体化、强迫、抑郁维度，以及 SCL-90总分维度上，高级中学教师均值最

高，初级中学教师次之，小学教师最低。小学教师分别和初级中学、高级中学教师

均值存在显著差异，初级中学和高级中学教师均值不存在显著差异。

除躯体化、强迫症状、抑郁以及其他四个因子外，初级中学教师在其余因子上

的均值最高，高级中学教师次之，小学教师最低。小学教师分别和初级中学、高级

中学教师均值存在显著差异，初级中学和高级中学教师均值不存在显著差异。

3.2.8中小学青年教师心理健康水平与年龄、工作年限的相关分析

考察中小学青年教师心理健康水平是否存在年龄、工作年限差异，被试中年龄

范围为 22到 35岁，工作年限为 1到 15年。中小学青年教师心理健康与年龄、工作

年限相关关系如表 15所示，年龄与躯体化和抑郁两个维度呈正相关；工作年限与除

躯体化和强迫以外的所有维度以及总分均呈正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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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5中小学青年教师心理健康与年龄、工作年限相关关系（r）表

年龄 工作年限

躯体化 0.096* 0.082

强迫 0.072 0.137

人际关系敏感 0.053 0.517*

抑郁 0.079* 0.348*

焦虑 0.048 0.548*

敌对 0.027 0.643*

恐怖 0.050 0.482*

偏执 0.075 0.178

精神病性 0.042 0.954**

其他 0.035 0.699*

SCL-90总分 0.070 0.309*

3.3中小学青年教师情绪调节策略人口统计学差异分析

3.3.1中小学青年教师情绪调节策略的性别差异检验

考察中小学青年教师情绪调节策略是否存在性别差异，t检验结果如表 16所示。

结果表明，除了责难他人这个维度以外，性别差异均不显著。在责难他人维度上，

男性分值高于女性，且差异显著。

表 16中小学青年教师情绪调节策略的性别差异检验

男性（N=88） 女性（N=532）
t 值

M SD M SD

自我责难 10.16 3.11 10.74 3.71 -1.59

接受 11.85 4.03 12.42 4.15 -1.23

反思自我 10.39 3.56 10.38 3.60 0.02

积极关注 10.90 3.76 11.33 3.56 -1.02

关注计划 13.07 4.15 13.56 4.23 -1.03

积极重评 12.89 4.02 13.57 3.80 -1.48

理性分析 10.32 2.91 9.96 3.03 1.06

灾难化 9.16 3.35 8.60 3.39 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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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难他人 9.73 3.11 8.75 3.12 2.72**

CERQ 总分 98.45 22.52 99.44 21.92 -0.38

由于样本中男女比例差异过大，故从女教师中随机抽取与男教师等量样本（88

人），再次进行差异检验。t检验结果如表 17所示。结果表明，除责难他人维度外，

中小学青年教师情绪调节策略的适应性和非适应性策略的性别差异不显著。

表 17中小学青年教师情绪调节策略的性别差异检验（随机抽样）

男性（N=88） 女性（N=88）
t 值

M SD M SD

自我责难 10.16 3.11 10.74 3.71 -1.40

接受 11.85 4.03 12.42 4.15 -1.20

反思自我 10.39 3.56 10.38 3.60 0.02

积极关注 10.90 3.76 11.33 3.56 -1.06

关注计划 13.07 4.15 13.56 4.23 -1.01

积极重评 12.89 4.02 13.57 3.80 -1.54

理性分析 10.32 2.91 9.96 3.03 1.03

灾难化 9.16 3.35 8.60 3.39 1.43

责难他人 9.73 3.11 8.86 3.66 2.09**

CERQ 总分 98.45 22.52 99.44 21.82 -0.38

3.3.2中小学青年教师情绪调节策略的城乡差异检验

考察中小学青年教师情绪调节策略是否存在城乡差异，t检验结果如表 18所示，

被试中城镇中小学青年教师为 219人，乡村为 401人。结果表明，除了责难他人这

个维度以外，其余情绪调节策略上，乡村教师得分均显著高于城镇教师。

表 18中小学青年教师情绪调节策略的城乡差异检验

城镇（N=219） 乡村（N=401）
t 值

M SD M SD

自我责难 10.27 3.92 10.89 3.45 -2.02*

接受 11.78 4.39 12.66 3.96 -2.54*

反思自我 9.61 3.68 10.81 3.48 -4.02**

积极关注 10.52 3.77 11.70 3.41 -3.96**

关注计划 12.59 4.55 14.00 3.94 -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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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重评 12.59 4.13 13.96 3.58 -4.28**

理性分析 9.53 2.90 10.28 3.04 -3.00**

灾难化 8.31 3.28 8.88 3.44 -2.00*

责难他人 8.72 4.14 9.13 3.27 -1.33

CERQ总分 93.92 24.48 102.29 19.90 -4.33**

由于样本中城乡比例差异过大，故从乡村教师中随机抽取与城镇教师等量样本

（219人），再次进行差异检验。t检验结果如表 19所示。结果表明，在适应性调

节策略上，乡村教师得分均高于城镇教师。

表 19 中小学青年教师情绪调节策略的城乡差异检验（随机抽样）

城镇（N=219） 乡村（N=219）
t 值

M SD M SD

自我责难 10.27 3.92 10.75 3.55 -1.42

接受 11.78 4.39 12.62 3.93 -2.17*

反思自我 9.61 3.68 10.81 3.57 -3.52**

积极关注 10.52 3.77 11.54 3.33 -3.07**

关注计划 12.59 4.55 13.77 3.88 -2.97**

积极重评 12.59 4.13 13.82 3.58 -3.35**

理性分析 9.53 2.90 10.26 3.15 -2.54**

灾难化 8.31 3.28 8.79 3.47 -1.44

责难他人 8.72 4.14 8.93 2.96 -1.11

CERQ总分 93.92 24.48 101.42 20.98 -3.49**

3.3.3中小学青年教师情绪调节策略的婚姻状况差异检验

考察中小学青年教师情绪调节策略是否会因为婚姻状况的不同而存在差异，t

检验结果如表 20所示，被试中已婚中小学青年教师为 522人，未婚为 98人。未婚

中小学青年教师在反思自我、关注计划、CERQ总分上得分高于已婚教师，且差异

显著。其余维度差异不显著。

表 20中小学青年教师情绪调节策略的婚姻状况差异检验

已婚（N=522） 未婚（N=98）
t 值

M SD M SD

自我责难 10.56 3.75 11.17 2.95 -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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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 12.22 4.25 12.90 3.45 -1.48

反思自我 10.20 3.58 11.32 3.56 -2.80**

积极关注 11.16 3.65 11.85 3.26 -1.72

关注计划 13.31 4.27 14.41 3.81 -2.35*

积极重评 13.34 3.90 14.17 3.45 -1.94

理性分析 9.96 3.08 10.32 2.56 -1.06

灾难化 8.65 3.44 8.86 3.09 -0.57

责难他人 8.96 3.76 9.13 2.59 -0.42

CERQ总分 98.34 22.66 104.40 17.22 -3.03**

由于样本中已婚与未婚比例差异过大，故从已婚教师中随机抽取与未婚教师等

量样本（98人），再次进行差异检验。t检验结果如表 21所示。结果表明，中小学

青年教师情绪调节策略在各个维度上均不显著。

表 21中小学青年教师情绪调节策略的婚姻状况差异检验

已婚（N=98） 未婚（N=98）
t 值

M SD M SD

自我责难 11.03 3.80 11.17 2.95 -0.38

接受 12.51 4.32 12.90 3.45 -0.90

反思自我 10.63 3.63 11.32 3.56 -1.42

积极关注 11.31 3.54 11.85 3.26 -1.19

关注计划 13.59 3.80 14.41 3.81 -1.62

积极重评 13.59 3.57 14.17 3.45 -1.19

理性分析 9.88 2.80 10.32 2.56 -1.06

灾难化 8.45 3.57 8.86 3.09 -0.90

责难他人 8.73 3.41 9.13 2.59 -0.92

CERQ 总分 99.72 21.72 104.41 17.22 -1.67

3.3.4中小学青年教师情绪调节策略的生育状况差异检验

考察中小学青年教师情绪调节策略是否会因为生育状况而存在差异，t检验结

果如表 22所示，被试中已生育中小学青年教师为 472人，未生育为 148人。未生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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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在反思自我、理性分析维度上得分高于已生育教师，且差异显著。其余维度差

异不显著。

表 22中小学青年教师情绪调节策略的生育状况差异检验

已生育（N=472） 未生育（N=148）
t 值

M SD M SD

自我责难 10.62 3.76 10.79 3.21 -0.50

接受 12.29 4.21 12.52 3.90 -0.60

反思自我 10.18 3.54 11.01 3.69 -2.47*

积极关注 11.22 3.60 11.43 3.54 -0.62

关注计划 13.39 4.25 13.80 4.11 -1.02

积极重评 13.40 3.84 13.70 3.82 -0.82

理性分析 9.8 5 3.02 10.53 2.94 -2.39*

灾难化 8.57 3.40 9.03 3.35 -1.45

责难他人 8.97 3.84 9.04 2.70 -0.21

CERQ总分 98.50 22.43 101.85 20.36 -1.62

由于样本中已生育与未生育比例差异过大，故从已生育教师中随机抽取与未生

育等量样本（148人），再次进行差异检验。t检验结果如表 23所示。结果表明，

中小学青年教师情绪调节策略在各个维度上均不显著，可以说明，中小学青年教师

情绪调节策略并不存在显著的生育状况差异。

表 23中小学青年教师情绪调节策略的生育状况差异检验（随机抽样）

已生育（N=148） 未生育（N=148）
t 值

M SD M SD

自我责难 10.84 3.82 10.79 3.21 -0.50

接受 12.42 4.08 12.52 3.90 -0.60

反思自我 10.18 3.57 11.01 3.69 -2.05

积极关注 11.23 3.58 11.43 3.54 -0.62

关注计划 13.22 4.43 13.80 4.11 -1.02

积极重评 13.04 3.94 13.70 3.82 -0.82

理性分析 9.86 3.03 10.53 2.94 -1.97

灾难化 8.54 3.42 9.03 3.35 -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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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难他人 8.96 4.22 9.04 2.70 -0.21

CERQ总分 98.29 22.22 101.85 20.36 -1.44

3.3.5中小学青年教师情绪调节策略的特岗状况差异检验

考察中小学青年教师情绪调节策略是否会因为特岗而存在显著差异，t检验结

果如表 24所示，被试中特岗中小学青年教师为 137人，非特岗为 483人。特岗中小

学青年教师在理性分析维度上得分高于非特岗教师，且差异显著。其余维度差异不

显著。

表 24中小学青年教师情绪调节策略的是否特岗差异检验

特岗（N=137） 非特岗（N=483）
t 值

M SD M SD

自我责难 10.76 3.35 10.63 3.71 0.36

接受 12.42 4.00 12.32 4.18 0.26

反思自我 10.55 3.31 10.33 3.67 0.62

积极关注 11.39 3.39 11.24 3.64 0.45

关注计划 13.77 4.02 13.41 4.27 0.87

积极重评 13.55 3.63 13.45 3.90 0.30

理性分析 10.79 2.82 9.79 3.03 3.45*

灾难化 9.15 3.31 8.55 3.41 1.85

责难他人 9.07 2.61 8.96 3.83 0.29

CERQ总分 101.45 18.68 98.69 22.82 -1.30

由于样本中特岗与非特岗教师样本比例差异过大，故从非特岗教师中随机抽取

与特岗教师等量样本（137人），再次进行差异检验。t检验结果如表 25所示。结

果再次表明，特岗教师在理性分析维度上得分高于非特岗教师，且差异显著。其余

维度差异不显著。

表 25中小学青年教师情绪调节策略的是否特岗差异检验（随机抽样）

特岗（N=137） 非特岗（N=137）
t 值

M SD M SD

自我责难 10.76 3.35 10.79 3.66 -0.07

接受 12.42 4.00 12.39 4.17 0.07

反思自我 10.55 3.31 10.45 3.79 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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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关注 11.39 3.39 11.32 3.64 0.17

关注计划 13.77 4.02 13.60 4.23 0.34

积极重评 13.55 3.63 13.52 3.79 0.08

理性分析 10.79 2.82 9.97 2.84 2.39**

灾难化 9.15 3.31 8.82 3.48 0.80

责难他人 9.07 2.61 8.99 3.31 0.20

CERQ 总分 101.45 18.68 99.85 21.99 0.65

3.3.6中小学青年教师情绪调节策略的职称状况差异检验

考察中小学青年教师情绪调节策略是否存在职称差异，t检验结果如表 26所示，

被试中初级职称中小学青年教师为 435人，中级职称为 183人，高级职称为 2人。

因高级职称人数过少，故合并进中级教师内。结果显示，中小学青年教师情绪调节

策略得分均不存在显著的职称差异。

表 26中小学青年教师情绪调节策略的职称差异检验

初级（N=435） 中、高级（N=185）
t值

M SD M SD

自我责难 10.56 3.57 10.85 3.77 1.26

接受 12.32 4.10 12.36 4.22 0.79

反思自我 10.31 3.58 10.56 3.62 0.57

积极关注 11.33 3.55 11.12 3.67 0.27

关注计划 13.62 4.16 13.19 4.37 0.67

积极重评 13.66 3.82 13.02 3.87 1.78

理性分析 10.03 3.14 9.97 2.70 0.27

灾难化 8.56 3.42 8.98 3.31 1.02

责难他人 8.83 3.37 9.37 4.08 1.49

CERQ总分 99.21 21.67 99.42 22.79 -0.11

由于样本中初级职称与中高级职称差异过大，故从初级职称教师中随机抽取与

中高级职称教师等量样本（185人），再次进行差异检验。t检验结果如表 27所示,

结果表明，中小学青年教师情绪调节策略在各个维度上均不存在显著差异。

表 27中小学青年教师情绪调节策略的职称差异检验（随机抽样）

初级（N=185） 中、高级（N=185）
t值

M SD M SD

自我责难 10.60 3.76 10.85 3.77 -0.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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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 12.50 4.22 12.36 4.22 0.22

反思自我 10.72 3.75 10.56 3.62 0.49

积极关注 11.61 3.57 11.12 3.67 1.28

关注计划 13.86 4.08 13.19 4.37 1.53

积极重评 13.82 3.72 13.02 3.87 2.00

理性分析 10.17 3.27 9.97 2.70 0.59

灾难化 8.79 3.45 8.98 3.31 -0.51

责难他人 8.99 3.55 9.37 4.08 -0.93

CERQ总分 101.06 22.02 99.42 22.79 0.68

3.3.7中小学青年教师情绪调节策略的学段差异检验

考察中小学青年教师情绪调节策略是否会因为学段而存在显著差异，t检验结

果如表 28所示，被试中小学青年教师为 271人，初中为 257人，高中为 92人。中

小学青年教师在灾难化、责难他人维度上存在学段差异。

表 28中小学青年教师情绪调节策略的学段差异检验

小学（N=271） 初中（N=257） 高中（N=92）
F值

M SD M SD M SD

自我责难 10.65 3.61 10.62 3.78 10.79 3.28 0.08

接受 12.50 4.29 12.18 4.08 12.35 3.83 0.39

反思自我 10.23 3.59 10.50 3.69 10.48 3.36 0.40

积极关注 11.53 3.60 11.02 3.58 11.24 3.54 1.35

关注计划 13.95 4.21 13.16 4.20 13.08 4.19 2.87

积极重评 13.81 3.85 13.27 3.97 13.01 3.35 2.08

理性分析 9.73 3.07 10.16 3.11 10.43 2.45 2.41

灾难化 8.27 3.46 8.82 3.39 9.53 3.03 5.21*

责难他人 8.57 3.52 9.06 3.15 10.02 4.67 5.78*

CERQ总分 99.23 22.70 98.78 21.62 100.93 21.01 0.327

进一步多重比较结果表明，在灾难化维度上，小学教师和高中教师存在显著差

异，高中教师显著高于比小学教师，小学教师和初中教师、初中教师和高中教师不

存在显著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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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责难他人维度上，高中教师和初中、小学教师存在显著差异，高中教师显著

高于另外两个学段教师，小学教师和初中教师不存在显著差异。

3.3.8中小学青年教师情绪调节策略与年龄、工作年限的相关分析

中小学青年教师情绪调节策略与年龄、工作年限相关关系如表 29所示，理性分

析和年龄呈显著正相关，年龄越大，教师在进行情绪调节时越倾向于选择理性分析

策略。灾难化和和工作年限呈显著负相关。

表 29中小学青年教师情绪调节策略与年龄、工作年限相关关系表

年龄 工作年限

自我责难 -0.036 -0.004

接受 -0.029 0.004

反思自我 -0.068 -0.046

积极关注 -0.059 -0.019

关注计划 -0.078 -0.029

积极重评 -0.049 -0.010

理性分析 0.151** 0.186**

灾难化 -0.049 -0.117**

责难他人 0.000 -0.055

3.3.9中小学青年教师情绪调节策略与心理健康的相关分析

中小学青年教师情绪调节策略与心理健康水平的相关分析如表 30所示。结果显

示，在青年教师的情绪调节策略的使用中，非适应性调节策略，即自我责难、反思

自我、责难他人和灾难化与心理健康症状的各个维度皆呈正向相关。部分适应性调

节策略，如积极关注和关注计划，则与心理健康症状无显著相关关系；而接受、理

性分析则与心理健康症状呈显著正相关；积极重评与心理健康症状呈负向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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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0情绪调节策略和心理健康相关矩阵

躯体化 强迫
人际关

系敏感
抑郁 焦虑 敌对 恐怖 偏执 精神病性 其他

SCL-90

总分

自我责难 0.205** 0.315** 0.256** 0.262** 0.300** 0.225** 0.215** 0.229** 0.296** 0.233** 0.289**

接受 0.092* 0.212** 0.107** 0.109** 0.140** 0.074 0.059 0.097* 0.113** 0.094* 0.129**

反思自我 0.261** 0.335** 0.297** 0.325** 0.298** 0.245** 0.215** 0.277** 0.272** 0.262** 0.320**

积极关注 0.010 0.109** 0.084* 0.077 0.078 0.015 0.020 0.076 0.051 0.037 0.065

关注计划 -0.071 0.064 -0.023 -0.042 -0.042 -0.058 -0.095* -0.053 0-.048 -0.045 -0.042

积极重评 -0.118** -0.028 -0.119** -0.113** -0.108** -0.119** -0.160** -0.119** -0.122** -0.094* -0.120**

理性分析 0.200** 0.207** 0.230** 0.245** 0.234** 0.185** 0.203** 0.205** 0.210** 0.194** 0.241**

灾难化 0.381** 0.349** 0.389** 0.422** 0.411** 0.343** 0.346** 0.350** 0.422** 0.382** 0.432**

责难他人 0.295** 0.297** 0.343** 0.315** 0.346** 0.259** 0.298** 0.335** 0.324** 0.340** 0.3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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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中小学青年教师情绪调节策略与心理健康水平的回归分析

3.4.1非适应性调节策略与心理健康水平的回归分析

将情绪调节策略按照适应性与非适应性进行分类，然后将非适应性调节策略中

的自我责难、反思自我、灾难化与责难他人放入回归分析中进行逐步回归分析，因

变量为 SCL-90总分。结果显示，灾难化、自我责难、责难他人进入回归模型。灾

难化对 SCL-90得分有正向预测作用，可解释变异为 18.6%；自我责难对 SCL-90得

分有正向预测作用，可解释变异为 23.4%；责难他人对 SCL-90得分有正向预测作用，

可解释变异为 24.2%，反思自我维度未进入回归模型。

表 31非适应性调节策略与心理健康水平的回归分析

因变量 自变量 R2值 β值 t 值

SCL-90得分 灾难化 0.19 0.33 7.69**

自我责难 0.23 0.21 5.69**

责难他人 0.24 0.11 2.54**

3.4.2适应性调节策略与心理健康水平的回归分析

以适应性调节策略各维度为自变量，SCL-90得分为因变量进行回归分析。结果

显示，理性分析策略对 SCL-90得分的回归系数正向显著，可解释变异 5.8%；积极

重评对 SCL-90得分有负向预测作用，可解释变异 9.6%；接受策略对 SCL-90得分

的回归系数也正向显著，可解释变异 15.5%。

表 32适应性调节策略与心理健康水平的回归分析

因变量 自变量 R2值 β值 t 值

SCL-90得分 理性分析 0.06 0.31 8.01**

积极重评 0.10 -0.36 -7.96**

接受 0.15 0.29 6.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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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讨论

4.1中小学青年教师心理健康水平总体状况

本研究对山西省乡宁县 620名青年教师进行调查研究，通过对其《症状自评量

表 SCL-90》的得分进行统计分析，可以发现：该地区中小学青年教师的心理健康水

平不是很高，特别是在强迫症状和人际关系敏感这两个因子上，教师的得分大于 2，

因此，应该注重关注教师的强迫症状和人际关系敏感状况。

4.2中小学青年教师心理健康水平的人口学差异

4.2.1中小学青年教师心理健康水平的城乡差异

针对中小学青年教师心理健康总均分及因子得分的城乡差异进行独立样本 t检

验，结果表明，躯体化、强迫、抑郁、焦虑和偏执五因子得分的城乡差异显著。城

镇中小学青年教师的得分显著高于乡村教师。这可能是因为，一方面城市生活压力

较乡村而言相对较大，城市教师需要面对工作和生活所带来的双重压力，难以在两

者之间做好平衡；另一方面，城镇居民较为重视教育，往往也会对教师提出更高的

要求，这从另一方面形成了对教师无形的压力。这两方面可能是构成城镇教师心理

健康状况显著高于乡村教师的主要原因。

4.2.2中小学青年教师心理健康水平的职称差异

针对中小学青年教师心理健康总均分及因子得分的职称差异进行独立样本 t检

验，结果表明，青年教师的心理健康状况在职称上差异，具体为各个因子以及总均

分上，中、高级中学教师得分显著高于初级中学教师。这其中的主要原因可能是中

高级教师在职称晋升之后，会相比初级教师面对更多的工作量和教学任务，从而更

多的挤占了个人时间和空间，造成了压力的上升。其次，在各个学校中，家长更青

睐中高级教师来对自己的孩子进行指导，这种社会及人际所带来的压力也是造成中

高级教师心理健康状况堪忧的原因之一。

4.2.3中小学青年教师心理健康水平的学段差异

对该中小学青年教师心理健康各因子得分及总均分进行方差分析，结果发现，

青年教师在学段情况上存在显著差异。具体而言，在躯体化、强迫、抑郁维度，以

及总分上，高级中学教师均值最高，初级中学教师次之，小学教师最低；除躯体化、

强迫症状、抑郁以及其他四个因子外，初级中学教师在其余 6个因子上的均值最高，

高级中学教师次之，小学教师最低。总体而言，初级中学和高级中学的教师心理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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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状况要比小学教师堪忧。对于高中教师来说，一方面所教课程在三个学段中难度

最高，因此相比于其他两个学段教师，高中教师面对学生高考，因此承担着更繁重

的课程任务，有着更大的工作压力，高中教师的绩效考评直接与高考、月考等考试

成绩直接挂钩，这也就导致高中教师为了提高学生成绩而不得费尽心思。工作压力

大、工作强度高、工作时间长，这三个因素构成了高中教师在躯体化、强迫、抑郁

维度以及总分上得分较高。

对于初中教师来说，尽管其应试教育所带来的压力相较于高中教师较小，但由

于所面对的学生刚刚步入青春期，自我意识逐渐形成，开始出现逆反心理。因此初

中教师除了要解决学生学业上的问题以外，还要分出时间来解决学生生理和心理上

的问题。由于当前我国教师队伍的心理辅导教育还不够完善，所以导致教师在处理

完学生的心理问题之后，无法及时的化解和疏通，从而造成对自己的伤害。这些因

素造成了初中教师的人际关系敏感、焦虑、敌对等因子上得分较高。

4.3中小学青年教师情绪调节策略的人口学差异

4.3.1中小学青年教师情绪调节策略的性别差异

对该中小学青年教师的情绪调节策略进行 t检验分析，结果发现青年教师在情

绪调节策略上不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但男性比女性更容易责怪他人，且差异显著。

在面临压力和冲突时男性比女性更容易爆发，更容易将责任和矛盾归咎于他人。这

可能是男性在使用责难他人策略上高于女性的原因。

4.3.2中小学青年教师情绪调节策略的城乡差异

对该中小学青年教师情绪调节策略的城乡情况进行 t检验分析，结果发现，乡

村教师相比于城镇教师更倾向于使用适应性情绪调节策略。这可能是因为相比于城

镇地区，农村环境更追求和崇尚人际之间的和谐，要求人们尽量做到谦让和克制。

在这种传统观念的约束下，乡村青年教师更倾向于采取认知重评这种适应性情绪调

节策略的方式来达成对消极情绪的疏通和化解。这可能是造成乡村青年教师更倾向

于使用适应性情绪调节策略的原因。

4.3.3中小学青年教师情绪调节策略的特岗差异

对该中小学青年教师情绪调节策略的特岗情况进行 t检验分析，结果发现，特

岗教师在理性分析维度上得分高于非特岗教师，且差异显著。这可能是因为考取特

岗教师的人员往往在学历、毕业院校、整体素质等方面有较高水平，因此在遇到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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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问题时往往能有更理性的分析和更合理的排解方式。这可能是出现这一差异的主

要原因。

4.4中小学青年教师心理健康与情绪调节策略的关系

4.4.1心理健康状况与非适应性情绪调节策略的关系

通过对非适应性调节策略与心理健康状况进行回归分析，结果发现，灾难化、

自我责难、责难他人与心理健康总分的回归系数为正，且均显著。可见，非适应性

情绪调节策略的使用是影响心理健康水平的一个重要因素。国内外的研究表明，使

用非适应性情绪调节策略的个体心理健康水平更低，本研究也印证了这一点。这可

能是中小学教师所面对特殊环境所造成的。中小学教师不仅工作压力大，工作时间

长，而且对他们的耐心和细致也有较高大要求。并且，由于所面对的学生群体多为

青春期的孩子，这就要求教师必须很好的将生活和工作分开来，不能将生活中的情

绪带到工作中去。这就导致教师在面对生活中的负性事件时，往往会采取压抑的情

绪调节方式，而这种策略方式往往会降低他们心理健康水平。因此，关注中小学青

年教师的心理健康状况，不可忽视非适应性情绪调节策略对他们的影响。

4.4.2心理健康状况与适应性情绪调节策略的关系

通过对适应性调节策略与心理健康状况进行回归分析，结果发现，理性分析、

接受对心理健康总分的回归系数为正，且均显著；积极重评对心理健康总分的回归

也显著，但回归系数为负。可见，当面对负性生活事件时，如果个体采取理性分析、

接受的调节策略，往往会降低个体的心理健康水平；而使用积极重评的方式，则会

有效的改善个体的心理健康状况。国内外的研究表明，使用认知重评的情绪调节策

略的个体，心理健康水平更高。但本研究发现，只有使用积极重评策略可以有效改

善心理健康水平。理性分析、接受对个体的心理健康具有消极影响。根据认知-评价

理论可知，个体的情景反应并不是客观情景的结果，而是由个体对客观事物的主观

信念决定的[41,42], 因此, 个体通过改变对某件事的理解可以改变对这件事的情绪反

应。由此可见，积极重评策略更有助于个体评价和理解该情境，并作出相对应的情

绪反应，从而改善心理健康水平；而理性分析和接受策略更偏向于是一种对当下情

境的认同和妥协，有研究显示这两种策略对高水平的焦虑等负性情绪有较好的调节

作用，但对一般性负性情绪则效果并不显著[43,44]。可见，在平时的青年教师的心理

健康辅导中，应多宣传使用积极重评策略，这种策略可以有效的抑制心理健康问题

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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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结论及建议

5.1结论

（1）中小学青年教师心理健康方面，在躯体化、强迫、抑郁、焦虑和偏执这五

个因子中，城镇中小学青年教师的得分显著高于乡村教师；中高级中小学青年教师

在所有因子上的得分显著高于初级教师；高级中学教师在躯体化、强迫、抑郁维度，

以及总分上得分最高，初级中学教师次之，小学教师最低；除躯体化、强迫症状、

抑郁和其他四个因子，在 SCL-90 的其他维度上，初级中学教师均值最高，高级中

学教师次之，小学教师最低；年龄与躯体化和抑郁呈正相关，工作年限与除躯体化

和强迫外的所有维度呈正相关。

（2）中小学青年教师情绪调节策略方面，男性青年教师较女性青年教师更倾向

于使用责难他人的调节策略；乡村青年教师较城镇青年教师更倾向于使用适应性调

节策略；特岗青年教师较非特岗青年教师更倾向于使用理性分析调节策略；在灾难

化维度上，高中教师显著高于小学教师，在责难他人维度上，高中教师显著高于初

中和小学教师；理性分析和年龄呈显著正相关，灾难化和工作年限呈显著负相关。

（3）心理健康状况与非适应性情绪调节策略的关系方面，灾难化、自我责难与

责难他人这三个非适应性情绪调节策略可以显著正向预测 SCL-90得分。

（4）心理健康状况与适应性情绪调节策略的关系方面，理性分析、接受这两个

适应性调节策略可以显著正向预测 SCL-90 得分；积极重评策略可以显著负向预测

SCL-90得分。

5.2对策与建议

从本研究可以看出，对乡宁县中小学青年教师的心理健康状况进行有针对性的

干预，可以从学校及有关教育部门方面和教师自身方面分别进行干预。在学校及教

育部门方面，相关领导应多加重视教师心理卫生方面的问题，开展教师心理健康教

育的培训工作。并应积极联合社会资源等渠道共同创立有效的教师减压方式，从而

有效的提升青年教师的心理健康水平。在教师方面，青年教师应多多关注自身心理

健康的发展与变化，做到定期检查，及时排解，真正实现心理健康的有效提升。

5.2.1学校及相关教育部门方面

由于教师面对群体的特殊性和所负责任的神圣性，更让这个群体的心理健康问

题引发全社会的关注。中小学教师每天需要工作大量时间，工作压力大、负荷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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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发中小学教师工作倦怠的重要原因。如何维护教师心理健康，提升教师工作质量，

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课题。根据本研究的数据和结论可以看出，中小学青年教师应

当重视其心理健康状况，尤其是城镇教师、中高级职称教师及高级中学教师的心理

健康情况更为复杂严峻。本研究结果显示，使用积极正确的情绪调节策略可以有效

的调节教师的心理健康状况，而使用不当的调节策略则会加重心理问题的发生和发

展。基于此，本研究针对学校及教育部门方面，给出如下建议

（1）学校及有关部门要加大对教师队伍心理健康问题的重视程度。

社会观念广泛认为，教师不存在心理问题，或教师不应该有心理问题。这往使

得教师在出现负性情绪和心理状况后选择压抑和逃避自身的问题，最终导致了情况

的愈演愈烈。因此，学校和相关部门应正视教师的心理健康问题的存在，客观看待

心理问题出现的成因，纠偏社会观念，维护教师心理健康，从而在观念上树立对教

师心理健康的正确的认知。

（2）学校及有关部门应积极创造适应的工作环境。

本研究调查发现，城镇青年教师的心理健康问题要较乡村教师更为严重，这从

侧面反映出教师往往无法将生活压力和工作压力很好的平衡开来。针对这种情况，

学校和有关部门可以在学校内增设针对教师的心理咨询室和心理咨询服务，并定期

开展教师队伍的心理健康普查和心理健康讲座，让教师对自身心理状况的发展有更

全面和深入的了解和认识，并使他们懂得正视自身的压力和问题，从而更好地投入

到工作中去。

（3）学校及有关部门应加大对教师待遇的投资。

本研究调查显示，中高级职称青年教师和高中教师的心理健康问题较为严重，

其中除该群体所面临压力较之其他职称和学段更大以外，还与其能力、职称水平与

相对应的薪资、劳动保障不平等有关。因此，学校和相关部门应多加重视这部分教

师的心理健康水平，提升其经济和社会地位，强化其社会劳动保障，完善其工作评

价系统，调整对教师教学的要求和基本评价标准，促进教师队伍的健康发展。

农村地区中小学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很容易产生各种各样的心理健康问题。学校

以及有关教育部门要对此加以重视，结合实际情况不断改善教师的工作环境，教师

自己也要学会调节自己的情绪，在此基础上促进教学水平的有效提升。

根据本文的结论，我认为可以提出以下建议。纠偏社会观念，维护教师心理健

康，纠正教师完人论。我们忽视了教师也是普通人。因此，社会群众应当客观看待

教师职业，使教师可以在宽松的氛围中有序履行自身的职责，发挥着应有的正常角



中小学青年教师情绪调节策略和心理健康的关系研究

32

色或功能。其二，人们广泛认为教师不存在心理问题，所以自从素质教育推行以来，

人们更多关注中小学生的心理健康和身心素质，认为各方面发展较为成熟的成年人

不会产生心理健康问题。这显然属于认识上的偏见和误解。其三，将心理问题错误

地等同于精神病，这种集体无意识使得人们一旦发生心理健康问题便讳疾忌医，教

师为人师表，有时更加讳莫如深，不敢探寻科学的医治渠道与方式，导致问题加重，

甚至造成人格异常。

认真贯彻相关的教育政策，切实落实教师的福利保障各级政府需要贯彻落实相

关的教育政策，提升教师群体的经济和社会地位，强化其社会劳动保障，适当加大

教育投资，并完善教育体制和教学系统，从而减轻中小学教师的工作负担与心理压

力，激励中小学教师认同自己的职业价值，推动其心理健康的构建。

革新与完善针对教师工作的评价系统，普及心理健康知识首先，应转变目前教

师工作的评价制度，深化对教师评价理论价值的认知水平。其次，要将教师评价方

案的价值导向有机结合当地教师的教学现状，根据各校的办学目标和不同条件，调

整对教师教学的要求和基本评价标准，促进教师 队伍的健康发展。再次，按照评价

结构模式的一般内涵和要素，将教育学原理分解为教师的教学任务、政治表现及科

研工作成果等若干项目，依据品德、能力和成绩等逐一进行考评，重新修正教师评

价体系的要素指标，将参数具体化。

最后，要注意教师的心理健康知识普及，注重心理素质锻炼，让师范生在踏上

教师岗位以前就具备抗压的心理承受能力，防止在参加工作后产生心理健康问题。

5.2.2教师自身方面

在社会和学校共同努力的基础上，教师自身也要学会合理的人际交际，善于同

学生及家长、同事和学校领导之间建造与保持融洽的人际关系，加强同外界的交流

和沟通，改善自身的社会角色，维持同学校、社会关系的平衡。可以从以下几个方

面做起：

（1）教师应正视自身的心理健康状况。

长期以往，社会观念对心理问题都存在着很深的误解和偏见，当生活中遇到负

性事件，情绪感到低落时，总会错误地认为患有精神方面的疾病，这种集体无意识

使得人们一旦发生心理健康问题便讳疾忌医，教师为人师表，有时更加讳莫如深，

不敢探寻科学的医治渠道与方式，导致问题加重，甚至造成人格异常。因此，学校

教师应积极配合学校组织开展的心理健康方面培训及检查，正视自身出现的问题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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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况，树立正确的观念和意识，做到心理与生理一样，出现问题及时就医，及时与

专业人士沟通、交流，排解自身的不良情绪，做到身心健康的发展。

（2）教师应学会正确的情绪调节策略。

本研究显示，正确和积极的情绪调节策略能有效的缓解自身的心理问题，促进

心理健康的发展。因此，教师在面对负性生活事件中要主动使用合理有效的调节策

略进行应对。当然，这同时也要求学校要采取科学的教育方式和手段来帮助教师积

累和掌握正确的应对知识，系统的学习应对策略，面对问题和挑战时能灵活的运用

知识来进行解决。当教师无法自己解决问题时，要做到寻求专业人士的帮助，与他

人共同运用策略，真正做到心理健康水平和心理素质的全面发展。

由于地区限制，本研究的结论和建议等只能适用于本地现状探索研究，只可作

为这方面问题的参考，无法提供具有更加有效的、可推广的现状描述和改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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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中小学青年教师认知情绪调节和心理健康调查问卷

尊敬的老师：

您好！为了解和掌握青年教师对自身情绪调节和心理健康之间的关系，向青年

教师提供情绪调节策略建议，帮助提高心理健康水平，特开展此项调查。

作为青年教师的代表，您的回答非常重要，希望您配合我们完成这份问卷。

问卷不必署名。您所提供的情况将由专业人员管理，并将与其他人的资料汇总

分析。我们保证遵循国家有关社会调查的保密法规，不会把您个人填写的信息透露

给课题组之外的任何人。因此，请您不必顾虑。

感谢您的合作！

2018年 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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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F1. 您所在的学校：

F2. 您所在学校的性质：公办（ ）民办（ ）企业办学（ ）

F3. 您的任教学科：

F4. 您所教的年级：

F5. 您的婚姻状况：已婚（ ）未婚（ ）其他（ ）

F6. 您的生育状况：已生（ ）未生（ ）

F7. 您的年龄： 周岁

F8. 您的性别：男（ ）女（ ）

F9. 您是否为特岗教师：是（ ）否（ ）

F10.您的职称级别：初级（ ）中级（ ）高级（ ）特级（ ）

F11.您的工作年限： 年

F12.您在学校的职务：



中小学青年教师情绪调节策略和心理健康的关系研究

40

第二部分

症状自测量表（SCL-90）部分内容

题 目
从

无

轻

度

中

度

偏

重

严

重

A1 头痛 1 2 3 4 5

A10 担心自己的衣饰整齐及仪态的端正 1 2 3 4 5

A20 容易哭泣 1 2 3 4 5

A30 感到苦闷 1 2 3 4 5

A40 恶心或胃部不舒服 1 2 3 4 5

A50 因为感到害怕而避开某些东西、场合或活动 1 2 3 4 5

A60 吃得太多 1 2 3 4 5

A70 在商店或电影院等人多的地方感到不自在 1 2 3 4 5

A80 感到熟悉的东西变得陌生或不像是真的 1 2 3 4 5

A90 感到自己的脑子有毛病 1 2 3 4 5

认知情绪调节问卷（CERQ）部分内容

题 目
从

不

几

乎

不

有

时

几

乎

总

是

总

是

B1 我感到我应该被责备 1 2 3 4 5
B5 我想我必须接受已经发生的事 1 2 3 4 5
B10 我沉迷于在对我已经经历的事的感觉和想法 1 2 3 4 5
B15 我去想某些好事而不是所发生的事 1 2 3 4 5
B20 我在想一个我怎样能做得最好的计划 1 2 3 4 5
B25 我想所有的事会变得更坏 1 2 3 4 5

B30 我不断地想我经历的事情是多么的可怕 1 2 3 4 5

B35 我想这些错误是别人造成的 1 2 3 4 5

再次感谢您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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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 谢

光阴荏苒，不知不觉中自己已迈入了毕业生的行列。回回头看看这三年走过的

路，心中充满了无限温馨和感慨。

能够成为山大学子我深感自豪，能够受教科院众多大师指点我深感荣幸，正是

在山大浓厚的学术氛围中我如沐春风，正是在众多恩师的谆谆教导中我不断成长。

感谢山大给予我终身难忘的美好记忆，感谢恩师给予我终身受益的无穷知识。

在毕业论文完成之际，在即将研究生毕业之时，我要把最真挚的祝福送给我的

母校，把最衷心的感谢送给我的恩师，把美好的祝愿送给我的同学们。首先我要感

谢我的研究生导师孙雅峰，是她用渊博的知识、和蔼可亲的态度，在我思维困顿时

给予我及时的帮助，让我醍醐灌顶，茅塞顿开；其次我要感谢乡宁一中张源老师，

是她帮助我下发收集问卷，在问卷调查过程中提供支持帮助，让我能够按照时间节

点顺利完成问卷调查；同时我还要感谢梁晓燕、刘丽、高玲、刘丽红、卢富荣等教

科院老师，以及校外兼职导师郭秉政，在我遇到难题时悉心答疑解惑，在我需要帮

助时及时提供支持；最后我还要感谢在我学习和论文写作期间给予我关心支持的所

有同学及单位同事，是在你们的帮助和鼓励下，我才能顺利完成论文撰写，才能实

现自己的目标理想。

作家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说：“古今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三重境界。第一

重境界是‘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第二重境界是‘衣带渐宽终不悔，

为伊消得人憔悴’；第三重境界是‘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我将带着山大“求真至善，登崇俊良”的精神，带着众位恩师的谆谆教诲，在今后的

工作、学习和生活中积极有为，力争达到王国维的三重境界，一步一个脚印，为实

现自己的人生理想、体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努力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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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姓 名：牛扬帆

性 别：男

籍 贯：山西省临汾市乡宁县

个人简历：2009年 9月——2012年 9月 乡宁县特岗教师

2012年 9月至今 乡宁县教育科技局

联系方式：山西省临汾市乡宁县教育科技局

电 话：15035795269

电子信箱：465535806@qq.com

mailto:465535806@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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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 诺 书

本人郑重声明：所呈交的学位论文，是在导师指导下独立完成的，

学位论文的知识产权属于山西大学。如果今后以其他单位名义发表与在

读期间学位论文相关的内容，将承担法律责任。除文中已经注明引用的

文献资料外，本学位论文不包括任何其他个人或集体已经发表或撰写过

的成果。

作者签名：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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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位论文使用授权声明

本人完全了解山西大学有关保留、使用学位论文的规定，即：学校

有权保留并向国家有关机关或机构送交论文的复印件和电子文档，允许

论文被查阅和借阅，可以采用影印、缩印或扫描等手段保存、汇编学位

论文。同意山西大学可以用不同方式在不同媒体上发表、传播论文的全

部或部分内容。

保密的学位论文在解密后遵守此协议。

作者签名：

导师签名：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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